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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我现名周素园，原名周培艺。生于

1879 年 3 月 7 日。贵州省毕节县人。在

家中自学，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在前清是

岁贡生。14 岁开始独立生活。辛亥革命前

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的第一种日报——《黔

报》。又协同张百麟创办了贵州的第一个

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

清代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其后改为

中华革命党，即脱离关系）。参与了贵州

辛亥革命的领导。贵州光复，担任了大汉

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滇寇唐继尧侵占

贵州后，逃亡在外。曾任北京稽勋局调查

员，参众两院秘书，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

西北筹边使公署——秘书。1921 年回贵

州，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 年转任

定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同年 8 月转任贵

州政务厅厅长，仍兼省府秘书长。1924 年

任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 年请假

回籍。闭门读书，不再与闻政治。

1936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

至毕节。在二方面军领导下，组织贵州人

民抗日军，上级任命我担任司令员。1936

年 3 月 1 日，我随 6 军团一道，从毕节出

发，走上了长征的道路。通过云南，写信

给龙云、孙渡及旅长鲁道元等，拿护国首

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

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龙云把原件摄影

下来，呈报蒋介石下令通缉，并张贴布告，

表示他对蒋的忠诚。7 月下旬，到达西康

的下甘孜，由电台广播，揭发蒋介石降日

卖国，呼吁各省起义抗日。10 月，在岷州

成立了甘肃省人民革命委员会，上级任命

我担任教育部长。12 月 2 日，到达保安。

西安事变过程中，多遵照毛主席的指

示，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

学良、朱绍良等。1937 年，合作谈判停顿

时，又写信给张道藩、张继、冯自由、吴

忠信、冯玉祥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朱总司

令委任我为八路军高级参议，赍着主席的

亲笔信件，访问国民党的西南当局，要求

释放政治犯，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

张，扩大政治影响。11 月到重庆，贺国光

拒绝晤见，只用信函作不着边际的答复（这

段工作是向汉口董老汇报的）。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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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长征

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汇法

币 4 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

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来意把彭德怀同志

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

读（这段工作系直接向主席报告，去昆明

后奉指示和西安林老接头）。

1938 年 1 月，龙云两次来电约我去昆

明，在那里一共逗留了 80 天，介绍了朱

家壁等一些青年去延安学习。又把西安寄

来的理论书籍留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

之等，鼓励他们举办座谈会，作初步研究。

募集了创伤特效药“白仙丹”（有名的“云

南白药”）2 万盒，由航空邮寄西安，转

运前方应急。此外，每日来寓访问的，不

分性别、不论老幼、不计职业，平均总在

20 人以上。恼了那延客的主人，动员了他

的警探，跟踪追逐。最后，由云南省政府

委员兼省党委、而且和我是老朋友的胡蕴

山，当面提出警告，再不识相，他们就不

客气了。这样，我只好离开昆明，回到贵

州。贵阳早得了各处特工人员报告，对我

布置了防御，党务负责人陈惕庐警告我说：

“你最好是回原籍养病去。”就这样，我“奉

命”返回毕节，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艰

苦地度过了 11 年有零的岁月。

1949 年 11 月，解放大军从贵阳方面

向西推进，国民党的负责人纷纷逃跑。我

组织毕节县支前委员会，接管了真空的时

间，维持了地方的秩序，为西进大军准备

好粮秣，直到地区同志们到任。我又作为

区支前主任委员，写信争取国民党师长刘

鹤鸣、罗湘培等起义，专员廖兴序，县长

吴庭芳、谢德光等亦相继投诚。

1950 年，西南区和省党政当局通知我

至贵阳，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政协全国委

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贵州省副省长。

因我自觉缺点很显著，不配共产党员

的光荣称号，没有申请入党。在延安的时

候，毛主席在几次给我的信中说：你虽然

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却是正式红军，

我们都认你是同志。又说：“你是我们的

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

志。”“是一个奋斗的人。”这给予我莫大

的荣誉和策勉。又记得离延安前毛主席来

看我，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

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

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

我。”次日，我送了自传去。主席复信说：

“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

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我受了主席这

种过分的鼓励，总想拿一点事实来答复，

但是太惭愧了，即使有一点也是渺小得不

足齿数的，这是抱憾终古的了。

1957 年 9 月 19——20 日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1980 年 12

月第 1 期，转自《周素园文集》，贵州人

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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